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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

2003 年，我校获批伦理学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，2004

年开始招生。本学位授权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6 名，承担过

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任务。本学科现已形成较为

稳定的研究方向，以当代中国道德建设、发展伦理为两大

研究领域。

（一）本专业分为两个方向

学科方向名

称
主要研究领域、特色与优势

当代中国道德

建设研究

主要研究领域：立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，围绕我国社会转型

进程中遭遇的精神文明冲突、道德困境、道德代价等问题开展高度抽

象、规律探寻的剖析研判。

特色与优势：深入探究当代中国道德问题，从理论与实践提出应

行、可行的解决进路是本方向特色。在国内率先开展道德规律的流变轨

迹研究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代价问题有系统深入的分析，致力于将

伦理学原理研究与政党伦理、领导干部道德素养、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

廉政教育相结合，多年来积淀了深厚研究基础。

发展伦理研究

主要研究领域：密切追踪国际前沿动态，高度关注全球及当代中国

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问题，探究国内外发展伦理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

题。

特色与优势：运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，融合中西视野，从反

思性、规范性角度研究发展伦理，尤其生态伦理，在国内较早提出生态

智慧、生命共同体等有影响力的观点，在生态伦理本土化方面取得较丰

硕成果，国内影响力较大；对国内经济伦理的新兴热点问题有深入研

究。

（二）本专业师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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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9 名，其中教授 4 人、副教授 5

人、硕士研究生导师 6 名，具有博士学位 7 人。含广东省

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评审专家 1 人，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

校级继续培养对象 1 人、广州市行政决策咨询专家 1 人。

本学位点教师有多人次担任国家级、省级学会学术兼职，

包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

长、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分会常务理事、当代世界社

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理事、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会员、中国伦

理学会会员、广东哲学学会理事、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

法研究会理事等，彰显了学术影响力。

（三） 硕士研究生教学情况

1、学位授予与招生情况

2020 年，本学位授权点共计 3 人获得哲学硕士学位，

其中 1 人荣获校级优秀学位论文。

2020 年，本学位授权点招生共计 5 人进入面试，录取

4 人。生源来自暨南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、延安大学、

吉林大学珠海学院，招生规模较往年相比有所扩大，生源

质量较好。

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：为了保证生源质量，吸引

更多的优秀学生报考，本学位点配合学校研究生部及相关

部门，采取了以下措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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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加大对外宣传力度，做好伦理学专业师资力

量、学习平台、学生毕业前景等的宣传工作；

第二，多年来坚持一位导师每届只带一名硕士研究

生；

第三，突出办学特色，并充分利用党校的资源和优势

提高就业率；

第四，加强招生奖励力度，对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

录取，总分超过全国录取线 30 分以上（含 30 分）的考生

实行免一年学费等招生优惠政策；逐步改善学生学习、生

活条件，完善奖学金、助学金等各项制度；

第五，通过名校访学、鼓励参加学术会议等增加研究

生参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。

2、课程与教学情况

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（不含全校公共课）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

主 讲 教 师

学时/
学分

授课

语言姓 名

专业技

术职

务

所 在 院 系

1 专业英语 专业必修 曲轩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40/1
英语/
中文

2 发展伦理研究 专业必修
余泽娜

张文渊

教授

副教授
哲学教研部 72/4 中文

3
伦理学原理研

究
专业必修 李宁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72/4 中文

4
当代中国道德

建设研究
专业必修 刘飞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72/4 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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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马克思主义伦

理思想史研究
专业必修 李宁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72/4 中文

6
马克思主义伦

理学原著研究
专业必修 刘飞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72/4 中文

7 经济伦理研究 专业必修 陈创生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8 中国哲学史 专业选修 张文渊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9 生态伦理研究 专业选修 余泽娜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0
中外古典政治

哲学名著导读
专业选修 张文渊 副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1 西方伦理学史 专业选修 余泽娜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2 公共伦理学 专业选修 陈创生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3 政治心理学 专业选修 谢爱武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4 道德心理学 专业选修 谢爱武 教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15 政治伦理学 专业选修 钮则圳 讲师 哲学教研部 36/2 中文

3、参与学术活动情况

2020 年本学位点硕士生克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，专

心致志地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习任务，积极参加学术交

流。共计 7 人参加了“2020 年中国伦理学大会”线上会议

并提交论文。二年级学生赴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毕

业论文写作进行访学活动。此外，本学位点硕士生还积极

参与我校举办的“黄华园研究生（青年学者）学术沙龙”

等学术活动，在宽松、自由、求新的氛围中与主讲教师探

讨交流，收获了学术道路上的成长与进步。

（四） 本专业科研情况

1、论文发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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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，本学位点各位导师共计出版研究生教材 1

部、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，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、弘扬爱国

主义精神、弘扬防疫抗疫精神、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等

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。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序

号
名 称 作者 时 间

发表刊物/出版

社
备注

1 世界环境哲学 余泽娜 202007 中国林业出版社 副主编

2

绿色情商：推进

新时代生态文明

建设的阿基米德

点

余泽娜 202011 岭南学刊
CSSCI 期刊扩展

版，北大核心

3
深入理解“人与

自然和谐共生”
余泽娜 202003 南方

4
如何以绿色发展

推动高质量发展
余泽娜 20200820 佛山日报理论版

5

自我控制视域下

党员干部拒腐防

变策略探析

谢爱武 202012 领导科学

6

加强一线医务人

员心理关怀的建

议

谢爱武 20201020 南方智库专报 获省领导批示

7

公共服务动机、

情绪劳动策略与

领导者的心理健

康

谢爱武 202009 岭南学刊

CSSCI 期刊扩展

版，

北大核心

8
仁爱之心 领袖

担当
张文渊 20200309 南方日报理论版

9

弘扬爱国》主义

精神的基本原则

探析

刘飞 202012 攀登

10 道德记忆 刘飞 202009
中国人民大学出

版社
写作骨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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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美德伦理视角的

科技伦理转向分

析

李宁 202006 文化学刊

12

试论马克思主义

世界观和方法论

的理论实践

李宁 202007 探求

13

教育伦理学视域

下的创新型人才

培养探究

李宁 202010 黑河学刊

14

中华传统文化在

当代文化自信中

的精神特质与价

值意义

宋音希 202012 名作欣赏

2、课题承担情况

2020 年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《“日常生

活”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研究》（宋音

希），省社科规划项目 2 项《<吕氏春秋>的人性论研究》

（GD16XZX06，张文渊）、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伦理价

值研究》（GD17XZX03，刘飞），校院课题 4 项（余泽娜、

张文渊、谢爱武、刘飞）。

3、学术交流情况

2020 年，举办了“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服务专家研讨

会”；邀请中山大学林进平教授、深圳大学傅鹤鸣教授等

学者作现场讲座；东北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凡教授应邀主讲

《恩格斯与中国自然辩证法（科技哲学）的学科建构及创

新发展》。组织师生旁听了武汉大学等高校举办的线上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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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讲座。2020 年本学位点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共 9 人

次，其中作大会发言 2 人次。

（五）培养环境与条件

1、培养制度方面

本硕士点管理可分为一级管理和二级管理，一级管理

是指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对硕士点的管理，二级管

理是指本硕士点所在的哲学教研部对硕士点的管理。二级

管理人员由导师组组长、副组长和秘书三人组成，具体参

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硕士点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要求

进行目标管理。其管理制度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一是负责上报本点每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，以及

各研究方向的指导教师名单；

二是负责制定、实施本点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；

三是负责审核、修订本点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；

四是负责向研究生部提出增补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计

划；

五是负责推荐硕士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；

六是协助研究生部做好其他管理工作。

从该制度执行的情况来看，由于责任到人，落实到

位，管理效果良好。

2、培养经费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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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

学科方向凝练不够，学科建设标志性成果产出尚需加

强，人才队伍与培养招生数偏少。

三、下一年度建设计划

（一）结合外引内培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

针对学科梯队年龄结构不够优化、学科骨干人才不足

问题，本学科点已引进清华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 1 名，

年轻的教师已经成长起来，充实了导师组力量，优化了年

（1）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、奖助水平、覆盖面等情况

1、我校建立了研究生权益保障领导小组，余甫功副校长当组长，吸纳研究生成为

小组成员，同时研究生会也设立了权益保障部长；2、完善了奖学金、助学金等各项

制度。

研究生奖助体系 金额 覆盖面

助 学 金

（元）

9600（人/年） 100%

奖 学 金

（元）

9000（一等）7000（二等）4000（三

等）

80%

困难补助（元） 500（每学期） 15%

免住宿费（元） 1200（每年） 15%

班主任助理（6

名）

每周 150 元/人 5%

2020 年，本学位点共计 4 位同学获得三等奖学金，总获奖金额为 16000 元。

2、对于家庭相对困难的学生，研究生部及所在硕士学位点帮助其联系勤工俭学相

关事宜，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通过校外代课、做家教等形式增加收入，维持正常的

学习和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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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结构。2021 年已向校人事处申请了引进应用伦理学博士

或博士后 1-2 名，继续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梯队培养，力

争有 1-2 名中青年专家获得省级以上人才称号，进一步壮

大学科力量。

（二）强化学术研究，提升科研水平

依据校院有关学科成果资助和奖励的规定，加大学科

成员在成果出版、科研项目、在职培训、学术交流等方面

的资助力度。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课题，2021 年国

家课题申报工作上已举行了多轮论证会，力争获得 2021 国

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。组织学位点教师申报 2021 年各类社

科规划项目，鼓励教师们积极申报各类科研和教学成果

奖，；提高论文发表质量和层次，力争在“三报一刊”及

国家权威期刊杂志发表高质量理论文章，在权威出版社出

版学术专著或教材。

（三）强化学术引领，提升培养质量

在研究生招生与培养的各个具体环节中，强化学术引

领，不断提升培养质量。包括：继续加强课程教学管理、

优化课程设置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；继续加强研究生的学

术训练，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课题研究、参加各类国内外

学术交流；通过奖学金或相关激励机制，鼓励研究生发表

高水平学术论文。

（四）融入广东发展，增强本学位点影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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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扣国家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凝练时代需要回

答与解决的问题，积极参与高端智库建设，形成具有较大

社会影响的应用类成果，起到“智囊团”和“信息库”的

作用，增强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、话语权和贡

献力，提升本学位点的社会影响力。


